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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欣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世界史编撰

作者：董欣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30日第834期 时间：2020-06-25 字号：【大】【中】【小】 【打印】

在人们借以探索、把握世界的各种学科中，世界史学科正在受到世人的关注。尤其是在世界史编撰领域，人们迫切希望通过通史著作来理解

世界的演变。这已经成为中国世界史编撰面临的时代要求。笔者以为，应当充分重视和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世界史编撰中的学术价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世界历史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在克罗茨纳赫时期萌芽后，历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并贯穿在《资本论》、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思想、《历史学笔记》、历史发展“合力”思想等研究中。在

经典作家的视野中，世界历史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和人类整体的历史。这一论断鲜明地指出了世界历史的实践性与整体性，从本体论与认识论两

方面实现了世界历史研究的革命性突破。可以说，经典作家的世界历史研究本身，为唯物史观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根基，使唯物史观获得

了广泛的历史基础和深厚的现实生命力。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阐释框架可以简要概括为：世界历史绝非“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

在生产力发展推动下的客观历史进程，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此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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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因交往而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所以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

果。在这个框架中，历史发展的主体是人本身，人的生产与交往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因素对历史发展具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但上层建

筑和精神因素无疑与其一道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内在动力系统。

经典作家这个世界历史阐释框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意义是非凡的，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可谓被广泛借

鉴。具体到历史编撰学而言，西方著名的世界史著作几乎都受到其不同程度的影响，表现尤为明显的便是强调研究人类交往即跨文化互动的西

方全球史。纵观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全球史的发展历程，从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威廉·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到贡德·弗兰克、杰里·本特

利、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等，这些学者的作品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拓展了人类交往史研究的范围和层次，使复杂的人类生活获得了更加鲜明的

呈现。可以说，西方全球史的发展印证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在容量与解释力。

在社会现实和国际学术趋势的映衬下，今天我们回望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会对其学术价值具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具体而言，

应当更加深入地分析、运用前述体现为“合力”的世界历史的内在动力系统，尤其是把握生产与交往两个要素在这个动力系统中的基本作用，

拓宽思路、扩展领域，进而实现世界史编撰在理论与实证双方面的进一步提升。

我们可以从时间与空间两个角度来深化对生产与交往的认识。生产力的发展，总体上表现为与时间延续同向；交往的扩大，总体上表现为与

空间扩展同向。另需说明的是，对包含生产与交往在内的世界历史演变动力系统的更细致的研究，犹如一个理论端口，不仅有利于借鉴吸收西

方学界的优秀成果，而且会促进世界史与相关学科特别是中国史研究的进一步交融互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微信或新浪微博



网站地图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 2020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All Rights Reserve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院1号楼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邮编：100101

http://lls.cssn.cn/wzdt/
http://lls.cssn.cn/lxwm/

